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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记者 黄云 通讯员
孟辉 饶茵） 3月21日，市委常委、
副市长仇珂静到绥宁县调研“三类
500强”企业在邵发展情况、数字经济
工作及当前三农重点工作，并召开座
谈会。

在中国500强企业双胞胎集团绥
宁久旺农业有限公司，仇珂静详细了
解企业投资项目“四率”（履约率、开工
率、投产率、资金到位率）及纳税、招工
等情况，现场协调解决企业发展中的
问题困难，听取企业意见建议，探讨企
业在邵增资扩产可能。

在李熙桥镇湾头村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现场、湖南稻禾农业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仇珂静实地查看项目建设、
耕地保护、春耕备耕等工作开展情况，
鼓励企业积极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
带动更多群众创业就业、增收致富。

仇珂静要求，绥宁农业农村工作
要在防控风险的前提下，发挥资源优
势，着力塑造品牌。水利建设工作要想
方设法攻坚克难，夯实水利基础，保障
饮水安全。林业工作要扎实做好“两
防”，进一步彰显特色，加大研发投入，
拓展产品矩阵。数字经济工作要建立
和完善工作机制、制定落地计划、抢抓
发展新赛道，凝心聚力把“数字绥宁”
打造成“数字邵阳”的示范样板。

推进项目建设 夯实三农基础
仇珂静到绥宁县调研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小幸
通讯员 曾月娥） 3 月 19 日至 20
日，市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在市区举办
全市人大监察司法系统干部履职培训
班暨创新工作交流会。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刘永德出席并讲话。

会上，与会人员认真聆听了市中
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
人分别作的辅导讲座，集中观看了中
国法学会副会长徐显明关于学习贯彻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视频授课。

刘永德在座谈交流时指出，去年以
来，全市各级人大监察和司法委立足各
地实际，求真务实，守正创新，认真开展

“两官”履职评议、专题调研、执法检查、
类案评查等工作，探索形成了一批有特
色、有成效、可借鉴的好经验好做法。他
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把解放思
想放在首位；要敏于发现问题、善于解
决问题，增强监督刚性，促使一批群众
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得以有效解决，让
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和司法温度；
要发扬斗争精神，敢于动真碰硬，推动
人大监察司法工作在守正中创新、在创
新中发展；要时刻保持本领恐慌和危机
意识，着力在深化理论武装、厚植法治
思维、做实调查研究上下功夫，不断提
升监察司法履职能力。

不断提升监察司法履职能力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红云
通讯员 禹洋 柳凌志 王冬梅） 3月
19日，全市卫生健康暨医疗保障工作
会议召开。副市长晏丽君出席。

会议指出，2024 年是实施“十四
五”规划的关键一年，也是卫生健康和
医疗保障事业改革创新、强基固本、全
面提升的重要一年。全市卫生健康系
统要精准发力，高质量推进卫生健康
改革攻坚；提质增效，高质量推进医疗
服务能力建设；共建共享，高质量推进
健康邵阳建设；优化完善，高质量推进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传承创新，高质量
推进中医药事业发展；党建引领，切实

保障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全市医
疗保障系统要集中力量开展党建引领、
全民参保、改革攻坚、监管“天网”、药耗
集采、数据赋能、经办提质行动，踔厉奋
发、担当作为，以实绩实效努力谱写邵
阳医保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会议强调，要抢抓机遇，准确把握
卫生健康事业和医疗保障工作高质量
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要聚焦重点，
坚决落实保障卫生健康事业和医疗
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新任务新举
措；要开拓进取、真抓实干，全力开创
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事业高质量发
展新局面。

改革攻坚开新局 强基固本促提升

邵阳日报讯（记者 易鑫 通讯员
蒋凯）3月21日，2024年全市司法行政
工作会议召开。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
李长跃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当前，全面依法治市进
入加速推进时期，法治邵阳、法治政
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任务更加艰
巨繁重。全市司法机关要一往无前坚
定现代化目标，一以贯之服务高质量
发展大局，一抓到底推进法治化进程，
明确方向、找准方位、创新方法，加快
推进全市司法行政工作现代化。

会议强调，2024 年，全市司法行
政工作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

领，以服务高质量发展为主线，以法治
政府建设为抓手，以“司法行政质量提
升年”为突破，以“抓重点、破难点、创
亮点”为方法，扎实履行“一个统抓、五
大职能”，在法治建设、法治保障和维
护社会稳定等5 个方面持续发力，忠
诚履职、担当作为，以全市司法行政工
作现代化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
邵阳建设，为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
图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会议还通报了 2023 年县市区司
法行政工作考评情况。隆回县、邵阳
县、新宁县司法局作现场交流发言，洞
口县、新邵县司法局作书面发言。

加快推进司法行政工作现代化

邵阳日报讯（记者 刘波 通讯员
廖鑫 刘国彪） 3月19日下午，全市
高速公路“三保三大一创”专项行动总
结部署暨高速路政协作联席会议召开。
副市长贺源出席。

2023年以来，我市持续推进高速
公路“三保三大一创”专项行动，有效
化解桥下空间“顽疾”，不断改善路况
质量，强力整治建筑控制区非法广告
牌，全市高速公路“安畅舒美”通行体
验全面提升。

会议指出，今年是我市持续推动
“三保三大一创”专项行动走深走实
之年，更是我市打赢“创品牌、树标

杆”翻身仗的关键之年。各级各有关
部门要夯实依法依规基础，盯紧短板
弱项，推动重点任务落实，探索高质
长效发展，全力推动高速公路出行服
务和运营水平再上新台阶，打造邵阳
高速优质品牌。

会议强调，要提高站位，持续发
力，充分发挥高速公路先行作用，推动
全市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要提高工
作标准，坚持目标导向，坚决打赢“三
保三大一创”翻身仗。要压实各级责
任，形成攻坚合力，大力推动高速服务
品质上台阶。要以人为本，坚持创优提
质，切实提升人民群众出行体验感。

打造邵阳高速优质品牌

不同时期的锤炼，成就了于登云
这块“优质钢”。他觉得，吃得苦、霸得
蛮的“湖湘性格”，跟特别能吃苦、特
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
的“载人航天精神”，契合度非常高。

于登云说，做航天人，一要具备
相应的知识和技能，打好基础；二要
有团队精神；三要有家国情怀。“做
航天人，要吃得了苦，坐得住冷板
凳。任务是第一位的，国家使命高于
一切，没有信念是不行的。”

“自古忠孝难两全。”谈及父
母，于登云难忍心痛。他说，父母本
分、正直，与人为善，对他言传身
教。参加工作后，于登云年休假从
没休过，探亲假四年一次，跟父母
见面的日子屈指可数。第一次回乡
是 1988 年携新婚妻子见父母。第

二次回乡是 1995 年为父奔丧。第
三次回乡是2002年为母奔丧。

2010年和2015年回乡扫墓后，
于登云最近一次回乡是2023年春
天，参加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科技委在家乡主办的“科普讲解
团进校园”“航天科普展”等系列科
普公益活动。他作了两堂科普讲座，
还想办法促成了航天集团下属单位
为武冈国防教育基地带来空间站核
心舱缩比模型和交互式体验的太空
模拟设备仪器，并向绥宁一中赠送
了“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模型。

“中国越发展，我们越要为人
类作出更大的贡献、跟国家实力和
发展相称的贡献。”于登云说，“要
做到这点，我们还要潜心钻研，不
断攀登科技高峰。”

“优质钢”亦有绕指柔

1994 年起，于登云先后担任
501部研究室副主任、神舟飞船指
挥、“东方红四号”卫星大平台指挥、
总体专业技术部部长等职。2003年
起，于登云历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
院院长助理、总工程师、副院长，中
国东方红卫星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2008年，他获得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博士学位，9月任中国探月工
程副总设计师。2021年，他当选中
国科学院院士。2022年8月，任中国
探月工程（四期）总设计师。

从单纯的技术研究到综合管
理，角色变了、担子重了、责任重
了。1998年，36岁的于登云出任神
舟飞船总体指挥。面对庞大复杂的
系统工程和上万人的队伍，他运用
系统工程思想，通过周到、细致、系
统的管理，确保了举世瞩目的神舟
系列载人飞船万无一失。

作为国家 863 计划专家组组
长，于登云率先提出“数字化航天
器”新概念，主持完成了“数字化航
天器设计与仿真柔性系统”等国家
重大项目的研制，并撰写了《数字
化航天器系统工程设计》。这不仅
助力我国卫星、飞船等航天器设计
制造实现了大幅降本增效，也为加
快建设数字中国、全面建成中国空
间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国际首个高轨道高分辨
率遥感卫星工程的首任总设计师，

于登云解决了高质量成像等一系
列关键技术难题，在国际上首次实
现了距地球 36000 公里轨道卫星
对地成像分辨率从百米级到十米
级的跨越，并可实时形成视频图
像。世界气象组织主席蒂尔曼·莫
尔认为这“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2008 年，于登云出任中国探
月工程副总设计师，主持探测器和
运载火箭的研制。“嫦娥二号”“嫦
娥三号”“嫦娥四号”“嫦娥五号”，
中国探月工程接连取得实质性、突
破性进展，让他两获国家科技进步
奖特等奖。2019年，“嫦娥四号”探
测器成功自主着陆在月球背面，填
补了月球探测的空白。2020 年，

“嫦娥五号”实现了自苏联1976年
“月球24号”无人探测任务以来首
次获得新的月壤样品……一路走
来，于登云参加或主持了我国通信
卫星、载人航天工程、探月工程等
30 余个航天器研制，解决了多项
航天器系统工程、动力学与控制关
键性问题，得到了国际航天界的高
度评价。

2014年，于登云通过差额选举
当选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2020
年 6 月，国际宇航联合会最高奖
——“世界航天奖”揭晓，包括于登
云在内的3位中国科学家获奖。这
是国际宇航联合会创立70余年来，
首次将这一奖项授予中国科学家。

“嫦娥”奔月的幕后推动者

1988 年 4 月，于登云如愿
进入航天501部四室卫星动力
学与控制组，从事相关技术研
究与应用。时逢我国大力发展
新一代卫星事业，刚工作，于登
云就承担了与新一代卫星研制
密切相关的柔性结构振动与轨
道姿态耦合课题的研究。这是
新一代卫星设计中的关键点之
一，也是当时国内没有的设计
先例。国外资料有限，大多保
密。于登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
压力与责任，誓要啃下这块“硬
骨头”。

每天行走于宿舍、办公室
两点一线，生活简单得近乎刻
板。为了得到一个数据，于登云
经常是一大早上班，将编制好
的程序输入计算机，并在边上
注明“正在计算”。到了晚上八
九时，才得到结果，再做定性和
定量分析。

经过数不清的定性与定量
分析、计算，于登云用了两年多
时间创造性地完成了相关课
题，满足了设计要求，填补了国
内空白，打破了国外封锁。1992
年，于登云所做的课题获原航
空航天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993 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三等奖。

1994年，于登云承担了一
个国家自然基金课题——航天
器空间交会对接动力学理论与
方法研究。虽然研制费只有3.6
万元，但这一成果解决了载人
飞船留轨舱作为交会对接目标
的可行性。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高度评价
称：“如果是这样，交会对接试
验至少可以省3艘船。”

在于登云看来，时间是公
平的，对搞科研来说，重要的是
行动，而不是夸夸其谈。“要学
做‘微波炉’，虽然看不见火，但
能很快把饭菜做熟。”

乐当“微波炉”

实干不骛虚声

1961年，于登云出生
在绥宁县李熙桥镇李熙
村一个普通农家。兄弟姐
妹共六人，他排行第四。

于登云天性聪明，读
书成绩好，13岁就已初中
毕业。大队以“年龄小”为
由没保送他上高中。于是，
他当上了生产队的会计。

1977年，国家恢复高
考制度。惦记着这棵读书
的好苗子，于登云的初中
老师找上门，劝他作为社

会青年考高中，继续把书
读下去。于登云听从老师
的劝告，轻松考上镇上的
高中，后又考上绥宁一中。

1981 年 ，参 加 高 考
前，于登云动过上军校的
念头，而且报了名。但学
校通盘考虑，动员他参加
全国高考。当年，于登云
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上

华中工学院，进入力学系
就读。

1984年10月1日，看
到庆祝新中国成立 35 周
年的阅兵式上，展示先进
卫星和导弹的方阵威风
凛凛地从天安门前通过，
于登云渴望加入国防大
军的梦想再次点燃。获悉
哈尔滨工业大学是当时

航天部唯一的重点大学，
他毫不犹豫地报考了该
校的研究生，并以优异的
成绩被录取。

1988 年 初 ，于 登 云
即将研究生毕业。心向
航天的他，把自己的简
历投到中国空间技术研
究院人事处。不久，研究
院到哈工大招人，学校
推荐的优秀学生恰巧也
是他。就这样，于登云终
于圆了航天梦。

深山铸利剑 追梦为航天

在中国科技工作者为跨越星河
书写的浪漫诗篇中，有一份荣光属
于来自邵阳的他。

作为我国和世界航天的优秀代
表，他是深空探测和高轨道高分辨
率遥感卫星公认的开拓者和领军者
之一，是载人航天、探月工程、高分
辨率对地观测工程的重要参与者、
推动者和规划者之一。他就是中国
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世界航天奖”获得者、探月工程（四
期）总设计师于登云。

登云步月敢问天
——记邵阳籍中国科学院院士于登云

邵阳日报记者 贺旭艳


